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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稱「鬥促織」、「鬥蛐蛐」。 

•用蟋蟀相鬥取樂的娛樂活動。 

•中國民間博戲之一。 
 



•每到秋天，蟋蟀就應時而生。 
•壽命僅為百日左右。 
•鬥蟋蟀的季節限定在秋季。 
 



•鬥蟋蟀始於唐代，
盛行於宋代。 



•《開元天寶遺事》記
載：「宮中秋興，妃
妾輩皆以小金籠貯蟋
蟀於枕畔，聽其聲。
於是民亦相效之。」 

 



•人們發現雄蟋蟀具有好鬥的特
性，於是鬥蟋蟀之風由此興起。 

•滲入了賭博的因素，成為賭博
的手段。 



•宋人顧文薦的《負曝雜錄》記
載，唐代天寶年間，長安人鬥
蟋成風，豪富之家「鏤象牙為
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
喙」。 



•唐代鬥蟋之風主要流行於京師的
宮廷、貴戚和豪富之家。 

•宋代鬥蟋蟀風行朝野，市井平民
都好此戲。 



•南宋末年的宰相賈
似道，酷愛養、鬥
蟋蟀。 

•在相府中築了一座
半閑堂，專門養、
鬥蟋蟀。 



•因鬥蟋蟀誤國，落得個千古罵名。 
•編寫了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蟋蟀研
究的專門著作——《促織經》。 



•原著今已不傳，現在見到的是明
人周履靖的續增本。 

•全書詳細地介紹了捕捉、收買、
餵養、鬥勝、醫傷、治病、繁殖
等方法。 



•明宣宗朱瞻基酷好鬥蟋，人稱
「蟋蟀皇帝」。 

•下令蘇州知府況鐘採辦上好蟋蟀。 
•俗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
帝要。」 



•有人因無法完成此「皇差」
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聊齋志異》中的《促織》
是根據這一血淚事實寫成的。 



《促織》 
•情節曲折多變 
•故事完整 




